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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电网新型电力系统中多元资源增多，数据采集难度加大，导致数据随机缺失率升高，难以满足精细化
分析决策需求。为解决新型电力系统中配网量测数据在采集与传输过程中频发的缺失问题，文中提出一种基于波

动互相关分析（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ＣＣＡ）算法和生成对抗网络（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ＧＡＮ）
的电网缺失数据填补方法。首先，融合ＦＣＣＡ算法提出强相关性电网数据多维特征提取方法；其次，基于核主成分
分析（ｋｅｒｎｅ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ＫＰＣＡ）对多维特征数据集进行降维处理；最后，设计改进型 ＧＡＮ结构，融
合电网数据多维特征对低维向量进行重构，实现缺失数据填补。算例采用真实电网数据进行算法验证，并在某城

市电网试运行。结果表明，所提方法比传统数据填补方法具有更高填补精度。因此，在新型电力系统中量测数据

连续缺失和缺失量较大的情况下，融合强相关性特征进行数据填补，对提升量测数据的完整性和可用性有明显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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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

快推进，地区电网作为能源使用的重要主体，已成

为新型电力系统的主要建设方向。新型电力系统

呈现新能源高比例渗透、电力电子设备规模化应

用、分布式可调资源广泛接入、设备异构化、电网多

形态等新特征［１２］。融合系统中多元资源产生的海

量多类型量测数据［３４］对电力系统状态估计、设备

评估、事故分析等具有重要意义［５７］，因此在新型电

力系统中保证电网设备量测数据的完整性和可用

性尤为重要。

但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设备类型多、分布广、差

异大，导致电网量测数据采集不确定性增加，数据

随机缺失率升高，难以满足城市电网对电力数据进

行精细化分析决策的需求。增加采集装置、调整采

集频率、提高信道质量、优化通信机制等方法虽能

解决数据缺失问题，但其综合成本高、建设周期长、

施工难度大。因此，以采集的量测数据为研究对

象，开展缺失数据填补方法研究，提升电网数据完

整性和可用性成为了电力系统领域的一个重要研

究方向［８１１］。

缺失数据填补源于统计学分析方法，ｋ近邻（ｋ
ｎｅａ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ＫＮＮ）算法、随机森林算法、反向传
播（ｂａ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ＢＰ）神经网络算法等都较适用
于缺失数据填补领域［１２１５］。在电力系统范畴，长短

期记忆网络和生成对抗网络（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ＧＡＮ）被用于重构电力系统量测缺失数
据［１６１８］。针对电网中的光伏数据，也可利用 ＧＡＮ
处理缺失数据，以取得较好的填补效果［１９２１］。但由

于新型电力系统中强随机性、波动性的新能源大规

模并网，电动汽车、分布式电源等交互式设备大量

接入，以及噪声干扰、网络延迟等复杂因素的影响，

电网数据特征类型更加多样化，缺失数据分布范围

更大。上述研究主要基于缺失数据本身的特征，很

少利用多种相关性特征解决数据缺失问题。但新

型电力系统中的多元化电力设备存在时间、地域、

采样周期等数据差异，电压、谐波、有功功率、无功

功率、电量等电网多维特征之间关联性更加复杂紧

密，仅根据缺失数据本身的单特征进行填补不能保

证数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从而影响电力系统精细

化分析、准确判断、新能源消纳评估和负荷调节能

力，难以满足城市电网高质量发展需求。

在此背景下，为面对新型电力系统环境下量测

数据缺失给基础数据预处理和电力数据精细化分

析决策带来的新挑战，文中针对配网管理系统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ＤＭＳ）中的量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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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预处理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相关性分析的

Ｗａｓｓｅｒｓｔｅｉｎ距离生成对抗网络（Ｗａｓｓｅｒｓｔｅｉｎ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ｖｅ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ＧＡＮＣＡ）的电网缺失数据填补方法。首先，融合
波动互相关分析（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ＦＣＣＡ）算法，提出强相关性电网数据多维特征
提取方法，获得与缺失数据关联性较强的多维特

征；其次，基于核主成分分析（ｋｅｒｎｅ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
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ＫＰＣＡ）算法设计特征数据集降维映
射方法，为数据填补网络提供输入数据；最后，提出

ＷＧＡＮＣＡ的网络结构，拟合数据多维特征对低维
向量进行重构，填补电网缺失数据。算例采用真实

电网数据进行算法验证，并在某城市电网试运行，

结果表明所提方法具有更高的数据填补精度，能有

效提升量测数据的完整性和可用性，更适合新型电

力系统复杂数据环境，为电力系统高效运行及故障

排除提供高质量数据基础。

１　融合 ＦＣＣＡ的电网数据多维特征提取
方法

　　ＦＣＣＡ可以将波动分析算法扩展到２个时间序
列中［２２］，从整体寻找 ２个序列之间的互相关联性，
从而获得新型电力系统中各种量测数据间的相关

性，为选取具有强相关的特征数据集提供依据。

若电网中某 ２种类型的设备量测数据为 ｘ和
ｙ，每种数据在一个采样周期内进行了 ｎ次采样，表
示为ｘ＝{ｘ１，ｘ２，…，ｘｎ} ，ｙ＝{ｙ１，ｙ２，…，ｙｎ} 。首
先计算序列的离差并求和，ｘ和 ｙ序列的离差求和
分别为Δｘ（ｌ）和Δｙ（ｌ）。

Δｘ（ｌ）＝∑
ｌ

ｉ＝１
（ｘｉ－ｘ） （１）

Δｙ（ｌ）＝∑
ｌ

ｉ＝１
（ｙｉ－ｙ） （２）

式中：ｌ＝１，２，…，ｎ；ｘｉ、ｙｉ分别为２个序列中第 ｉ

个时间点的量测值；ｘ、ｙ分别为２个序列所有量测
数据的平均值。

然后，计算代表时间序列自相关性的前向差分：

Δｘ（ｌ，ｌ０）＝ｘ（ｌ０＋ｌ）－ｘ（ｌ０） （３）
Δｙ（ｌ，ｌ０）＝ｙ（ｌ０＋ｌ）－ｙ（ｌ０） （４）

式中：ｌ０＝１，２，…，ｎ－１。
最后，计算序列的协方差：

Ｃｏｖｘ，ｙ（ｌ）＝

（Δｘ（ｌ，ｌ０）－Δｘ（ｌ，ｌ０））（Δｙ（ｌ，ｌ０）－Δｙ（ｌ，ｌ０）槡 ）

（５）

式中：Δｘ（ｌ，ｌ０）、Δｙ（ｌ，ｌ０）分别为２个序列前向差

分的平均值。

从式（５）中可以看出，若２个序列存在关联性，
Ｃｏｖｘ，ｙ（ｌ）服从幂律分布，即Ｃｏｖｘ，ｙ（ｌ）～ｌ

ｈｘ，ｙ，其中ｈｘ，ｙ
为序列ｘ与ｙ的关联系数。当 ｈｘ，ｙ＝０时，序列 ｘ与
ｙ无关；当 ｈｘ，ｙ＜０时，序列 ｘ与 ｙ呈现负相关；当
ｈｘ，ｙ＞０时，序列ｘ与 ｙ呈现正相关。ｈｘ，ｙ数值越大，２
个序列之间的相关性越强。

融合ＦＣＣＡ可以计算电力系统多种类型量测数
据序列之间的关联系数，从而选取具有强相关性的

数据类型作为多维特征，开展缺失数据填补分析。

设有Ｎ种类型的电网量测数据（如电压、电流、有功
功率等），分别表示为 Ｄ１、Ｄ２、…、ＤＮ。采用 ＦＣＣＡ
算法分别计算Ｄ１与Ｄ２—ＤＮ之间的关联系数，即根
据式（５）计算 ｈＤ１，Ｄ２— ｈＤ１，ＤＮ，并将 ｈＤ１，Ｄ２— ｈＤ１，ＤＮ按
降序排列。最后根据精度要求确定关联系数阈值，

大于阈值的数据类型被提取为与 Ｄ１有强相关性的
多维特征。

２　核主成分分析（ＫＰＣＡ）

ＫＰＣＡ不仅能降低数据集的维度，还可以挖掘
出数据集中蕴含的非线性特征，因此常被用于非线

性数据集的降维处理［２３］。ＫＰＣＡ降维过程中，对于
输入空间中的矩阵 Ｘ，先用一个非线性映射将 Ｘ中
的所有样本映射到一个高维甚至是无穷维的空间，

使其线性可分；然后在这个高维空间进行主成分分

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ＣＡ）降维，提取主
成分。此过程既可以保留电网设备多种量测原始

数据间的非线性关系，又可以降低数据维度。

若电网量测数据样本存储为矩阵 Ｘ，Ｘ的每一
列表示一个样本，即 Ｘ＝［ｘ１ｘ２… ｘＭ］。每个样本
点为ｘｉ，其为一个 Ｒｄ维向量。根据 ＫＰＣＡ的思想，
用非线性映射Φ将Ｘ中的向量ｘｉ映射到高维空间
Ｆ下。将Ｘ中所有样本都映射到 Ｆ，得到新矩阵
Φ（Ｘ）＝［Φ（ｘ１）Φ（ｘ２）… Φ（ｘＭ）］。特征空间数
据满足中心化的条件为：

∑
Ｍ

μ＝１
Φ（ｘμ）＝０ （６）

式中：Φ（ｘμ）为ｘμ映射到高维空间的样本，ｘμ为满
足中心化条件的样本点；Ｍ为参考数据集的样本
个数。

则特征空间的协方差矩阵Ｃ为：

Ｃ＝
１
Ｍ∑

Ｍ

μ＝１
Φ（ｘμ）Φ（ｘμ）

Ｔ （７）

设Ｃ的特征值为λ，特征向量为ｖ，则可得：
Ｃｖ＝λｖ （８）

０３２



即有：

Φ（ｘμ）×ｖ＝λ（Φ（ｘμ）×ｖ） （９）
通过计算得到合适的系数αｉ，可将所有特征向

量表示为Φ（ｘ１）、Φ（ｘ２）、…、Φ（ｘＭ）的线性张成：

ｖ＝∑
Ｍ

ｉ＝１
αｉΦ（ｘｉ） （１０）

结合式（７）—式（１０）则有：
１
Ｍ∑

Ｍ

μ＝１
∑
Ｍ

ｉ＝１
［Φ（ｘμ）Φ（ｘμ）

Ｔ（αｉΦ（ｘｉ）Φ（ｘｋ））］＝

λ(∑Ｍｉ＝１αｉΦ（ｘｉ）Φ（ｘｋ）) （１１）

式中：ｋ＝１，２，…，Ｍ。定义Ｍ×Ｍ维核矩阵Ｋ为：
Ｋ＝（Φ（ｘｉ）Φ（ｘμ）） （１２）

求解得到核矩阵的特征值及特征向量，将其作

为电网量测数据样本 Ｄ１、Ｄ２、…、ＤＮ构成的输入空
间在特征空间的投影。经过 ＫＰＣＡ算法处理后，电
网量测数据集可以被映射为一个低维向量，便于进

一步分析与辨识。

３　基于多维特征分析 ＷＧＡＮＣＡ的缺失电
网数据填补

３．１　ＷＧＡＮＣＡ网络结构
ＧＡＮ自提出以来，在数据生成方面优势极大，

已经被普遍用于图像生成、文本生成等领域［２４］。考

虑到缺失数据生成与图像生成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都是通过生成器与判别器之间的相互学习、博弈，

生成约束条件下的缺失数据，故基于ＧＡＮ结构开展
电网缺失数据填补方法研究。但 ＧＡＮ模型存在训
练不稳定及模式崩溃问题［２５］，而 ＷＧＡＮ模型采用
Ｗａｓｓｅｒｓｔｅｉｎ距离［２６２７］优化目标能够使训练过程更加

稳定，达到更好的训练效果。因此，对于新型电力

系统中电网缺失数据问题，融合电网数据多维特

征，对生成器和判别器进行结构优化，并提出了

ＷＧＡＮＣＡ网络结构，如图１所示。
ＷＧＡＮＣＡ网络主要包括生成器和判别器两部

分。在生成器中，输入随机噪声数据，通过全连接

层单元对输入数据进行预测，生成一系列电网设备

量测数据。在判别器中，首先通过相关性分析选出

与待填补数据具有强相关性的样本类型，再将这些

数据和生成器生成的数据一并输入判别器。经判

别器中４个全连接层的特征分析后，得到关于生成
数据真实性的判别结果。判定为真实的数据会被

输出，同时也会成为网络参数优化的依据。

在ＷＧＡＮＣＡ中，考虑到新型电力系统中各种
配网设备量测数据多为一维时序数据，为保证生成

图１　ＷＧＡＮＣＡ网络结构
Ｆｉｇ．１　ＷＧＡＮＣＡ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数据序列的精度和网络的收敛速度，根据该类型数

据的数据量、数据结构等特征，设定网络层数、神经

元个数及激活函数。生成器采用４层一维全连接层
结构，如表１所示。每个全连接层的激活函数均采
用ＲｅＬＵ，以提高网络训练的效率。判别器的网络结
构如表２所示，判别器与生成器的网络参数及结构
基本一致，唯一的不同点是最后一层全连接层的激

活函数为 Ｓｉｇｍｏｉｄ。这是由于判别器最后的输出必
须是一个概率值，用来判断生成数据的真实性，因

此使用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来提高填补数据的精度。

表１　生成器网络结构
Ｔａｂｌｅ１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层数 网络名称 神经元个数 激活函数

１ 全连接层 ３２ ＲｅＬＵ

２ 全连接层 ６４ ＲｅＬＵ

３ 全连接层 ６４ ＲｅＬＵ

４ 全连接层 ３２ ＲｅＬＵ

表２　判别器网络结构
Ｔａｂｌｅ２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层数 网络名称 神经元个数 激活函数

１ 全连接层 ３２ ＲｅＬＵ

２ 全连接层 ６４ ＲｅＬＵ

３ 全连接层 １６ ＲｅＬＵ

４ 全连接层 １ Ｓｉｇｍｏｉｄ

　　ＷＧＡＮＣＡ中，生成器和判别器的目标函数
Ｖ（Ｄ，Ｇ）均采用最大最小目标函数：

ｍｉｎ
Ｇ
ｍａｘ
Ｄ
Ｖ（Ｄ，Ｇ）＝Ｅｒ～ｐｔ（ｒ）（ｌｇＤ（ｒ））＋

Ｅｚ～ｐｚ（ｚ）（ｌｇ（１－Ｄ（Ｇ（ｚ）））） （１３）
式中：ｚ为随机噪声；ｒ为真实数据；Ｄ（ｒ）为判别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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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真实数据的输出；Ｇ（ｚ）为生成器对于噪声样本
的输出；ｐｔ（ｒ）为真实数据分布；ｐｚ（ｚ）为高斯随机
噪声分布；Ｅｒ～ｐｔ（ｒ） 为 ｒ关于 ｐｔ（ｒ）的数学期望；
Ｅｚ～ｐｚ（ｚ）为ｚ关于ｐｚ（ｚ）的数学期望。

ｍｉｎ
Ｇ
ｍａｘ
Ｄ
Ｖ（Ｄ，Ｇ）表示判别器的训练目标是函

数Ｖ取值最大化，而生成器的训练目标是函数 Ｖ取
值最小化。在训练过程中，通过调整生成器的参数

使ｌｇ（１－Ｄ（Ｇ（ｚ）））最小化；通过调整判别器的参
数使ｌｇＤ（ｒ）最小化。生成器和判别器之间的对抗
过程持续不断，直至达到平衡，生成器不能再被训

练和优化。

在优化过程中，为了提高训练进程指标的可靠

性，同时解决训练不稳定的问题，ＷＧＡＮＣＡ使用
Ｗａｓｓｅｒｓｔｅｉｎ距离损失函数 Ｗ（Ｐｇ，Ｐｒ）优化训练进
程，不断调整生成器和判别器中的网络参数。

　Ｗ（Ｐｇ，Ｐｒ）＝ ｉｎｆ
γ～∏（Ｐｇ，Ｐｒ）

Ｅ（ａ，ｂ）～γ（‖ａ－ｂ‖） （１４）

式中：Ｗ（Ｐｇ，Ｐｒ）为将Ｐｇ拟合到Ｐｒ需要将ａ移动到
ｂ的距离；Ｐｇ、Ｐｒ分别为生成数据序列和真实数据
序列；ａ、ｂ为 ２个二维空间中的均匀分布；Ｅ（ａ，ｂ）～γ
为由ａ移动到ｂ从而让ａ、ｂ服从相同分布γ的数学

期望；∏（Ｐｇ，Ｐｒ）为以Ｐｇ和Ｐｒ为边缘分布的联合
概率分布γ的集合。Ｗ（Ｐｇ，Ｐｒ）数值越小，真实数据
序列分布与生成数据序列分布越接近，训练效果就

越好。生成器和判别器之间不断对抗优化，直至达

到平衡，最终生成符合实际分布的电网量测数据

序列。

３．２　基于相关性分析的多维特征提取
为消除数据之间不同量纲对模型训练效率的

影响，训练数据输入网络前要进行标准化处理。

Ｚｓｃｏｒｅ标准化能有效避免处理结果较为接近且容易
趋于０的问题，使标准化的数据处于标准正态分布
中，突出不同特征对缺失数据的影响，有利于提高

特征选择效果［２８］。采用式（１５）对采集的电网设备
原始数据进行Ｚｓｃｏｒｅ标准化处理。

ｍ^ｘ＝
ｍｘ－ａ（ｍｘ）

ｓｔｄ
（１５）

式中：ｍｘ为某种类型的设备量测数据值；ｍ^ｘ为标准
化后的数值；ａ（ｍｘ）为 ｍｘ对应特征的平均值；ｓｔｄ为
ｍｘ对应特征所有数的标准差。

与传统电力系统相比，新型电力系统的电网数

据特征类型更加多样化，电网数据特征也各不相

同。若将电网数据直接送入网络训练，训练效率较

低且容易欠拟合。因此，将筛选出的与所分析数据

类型具有强相关性的多维特征作为输入，可以有效

提高数据填补精度。根据融合ＦＣＣＡ的电网数据多
维特征提取方法，可提取与缺失数据类型高度相关

的多维特征，作为缺失数据填补网络的输入。

３．３　基于ＷＧＡＮＣＡ的数据填补策略
为正确填补电网系统中设备量测缺失数据，文

中设计了基于 ＷＧＡＮＣＡ的数据填补策略，填补流
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数据填补流程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ｄａｔａｆｉｌｌｉｎｇ

训练判别器时，首先，生成一个符合高斯分布

的随机噪声来填补缺失数据，与真实数据构成训练

数据集。接着，基于 ＦＣＣＡ从历史数据中获得待填
补数据的强相关性数据序列。然后，为提升网络的

训练效率，采用ＫＰＣＡ算法对训练集进行降维处理，
将降维后的训练集输入生成器生成数据，并根据目

标数据得出判别器的损失值。最后，采用 ＲＭＳＰｒｏｐ
优化器减小损失值，不断迭代更新网络权重。训练

生成器时，停止判别器更新网络权重，采用ＲＭＳＰｒｏｐ
更新网络权重并计算生成器的损失值，更新网络权

重。为了提高训练效率，要按照先更新判别器网

络，再更新生成器网络的顺序。当 ＷＧＡＮＣＡ模型
训练到生成器和判别器的损失函数基本稳定，损失

值无明显变化时，可将其视为已经收敛的模型，用

于生成数据序列。

设Ｎ种类型的电网量测数据（如电压、电流、有
功功率等）中有一个类型（如电压）的数据序列 Ｄ１
存在缺失数据，首先，基于ＦＣＣＡ筛选出与该类型有
强相关性的 ＭＣ个数据类型（如电流、有功功率等）
的序列Ｄ２—ＤＭＣ＋１；接着，对 Ｄ１—ＤＭＣ＋１进行标准化
处理；然后，通过 ＫＰＣＡ将其降维处理后共同输入
ＷＧＡＮＣＡ，经判别器和生成器不断训练 Ｗａｓｓｅｒｓｔｅｉｎ
距离损失函数；最后，生成与 Ｄ１真实数据序列一致

２３２



的数据序列并输出，完成对Ｄ１中缺失数据的填补。

４　算例分析

选取华东某地级市电网中分布式电源接入点

一个季度采集的数据作为算例，采样频率为１０ｍｉｎ，
共计１２９６０组数据样本。ＷＧＡＮＣＡ采用 Ｐｙｔｏｒｃｈ
深度学习框架并按照表 １、表 ２进行网络搭建。由
于篇幅所限，以电网电压数据填补为例，选取 ＧＡＮ、
ＫＮＮ、随机森林和样条插值算法与文中所提方法进
行对比分析。

４．１　误差分析标准
为了量化缺失数据填补效果，文中采用平均执

行时间（ｍｅａｎ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ｍＥＴ）为数据填补速度
评价指标，采用均方根误差Ｅｒｍｓｅ、平均绝对误差Ｅｍａｅ
和偏差率 Ｅ为数据填补模型的精度评价指标。各
指标计算如式（１６）—式（１８）所示，其中 ｘｉ 为填补
值。运算时间越短，误差值和偏差率越小，模型性

能越好。

Ｅｒｍｓｅ＝
１
ｎ∑

ｎ

ｉ＝１
（ｘｉ－ｘｉ）槡

２ （１６）

Ｅｍａｅ＝
１
ｎ∑

ｎ

ｉ＝１
ｘｉ－ｘｉ （１７）

Ｅ＝
ｘｉ－ｘｉ
ｘｉ

×１００％ （１８）

４．２　多维特征提取与降维融合效果测试
算例数据包含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

率、电阻、电抗、功率因数和电量等８种数据类型，以
填补电压缺失数据为例，采用 ＦＣＣＡ计算电压与各
个特征的互相关系数，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ＦＣＣＡ算法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ＣＣＡ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特征 互相关系数 特征 互相关系数

电流 ０．７２ 电抗 ０．８０

有功功率 ０．７９ 功率因数 ０．７８

无功功率 ０．８５ 电量 ０．７９

电阻 ０．７８

　　由表 ３可知，ＦＣＣＡ算法充分挖掘了电压与其
他特征之间隐藏的非线性关系，波动互相关系数越

高的特征与电压关联越紧密。表 ４为不同 ＷＧＡＮ
ＣＡ输入维度下电压缺失数据填补误差对比结果。
　　由表４可知，输入维度为５时，ＷＧＡＮＣＡ的填
补误差最小，填补效果最好。输入从 ３维增加到 ４
维时，输入网络的有效信息量增加，填补精度略微

升高；输入从５维增加到７维时，输入网络的冗余信

表４　不同输入维度下的填补误差对比
Ｔａｂｌｅ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ｉｌｌ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ｐｕｔ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输入维度 Ｅｒｍｓｅ／％ Ｅｍａｅ／％

３ １．９５ １．１０

４ １．８９ １．０９

５ １．７８ ０．９３

６ １．８５ １．０５

７ １．８２ １．１１

息量增加，填补误差有所增加。因此，将关联系数

阈值设置为０．７９时，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电抗、电
量４个特征与电压的相关性最强，将其作为多维度
特征变量输入ＷＧＡＮＣＡ网络进行缺失数据填补。

同时，为测试融合ＦＣＣＡ在数据填补中的优势，
将所提ＷＧＡＮＣＡ与传统 ＷＧＡＮ的填补效果进行
对比。以相同数据集为例，将电压、电流、有功功

率、无功功率等上述８种特征作为输入类型。对于
ＷＧＡＮ，因未进行ＦＣＣＡ处理，８种特征同时输入，此
时网络结构为 ８个输入维度。而对于 ＷＧＡＮＣＡ，
经ＦＣＣＡ后选择４个强相关性特征和电压特征作为
输入，此时网络结构为５个输入维度。基于２种网
络对电压缺失数据进行填补的误差与运算时间如

表５所示，对比可知融合相关性分析可获得更高的
填补精度和更快的运算速度。

表５　融合相关性分析对填补效果的影响对比
Ｔａｂｌｅ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ｕｓｉｏｎ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ｆｉｌｌ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

网络名称 Ｅｒｍｓｅ／％ Ｅｍａｅ／％ ｍＥＴ／ｓ

ＷＧＡＮ １．８９ １．１０ ５．７２

ＷＧＡＮＣＡ １．７８ ０．９３ １．２９

　　另一方面，从表３中易发现，电阻、功率因数与
电压之间同样具有较高的波动互相关系数。在实

验中与电压相关性较高的特征都应该加以考虑，因

此将关联系数阈值调整为０．７８。此时，有功功率、无
功功率、电阻、电抗、功率因数和电量６个特征被确
定为电压的强相关性特征。将其与电压作为

ＷＧＡＮＣＡ的输入时，网络结构要调整为 ７个输入
维度。这样虽然关联因素更多，但网络结构的复杂

程度也随之增加。为此，对筛选出的７维数据进行
标准化处理后，使用ＫＰＣＡ算法对其进行降维处理。

由于电网设备量测数据可被视为没有先验知

识的非线性数据，所以采用高斯径向基函数作为

ＫＰＣＡ核函数，主元贡献率阈值设置为 ８０％。经测
试，当主元个数为５时，主元贡献率为 ８０．７％，已达
到要求。因此经 ＫＰＣＡ处理后，将７维数据映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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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５维度的空间中，作为ＷＧＡＮＣＡ网络的输入。
有无ＫＰＣＡ降维处理对电压缺失数据的填补效果对
比如表６所示。

表６　ＫＰＣＡ降维对填补效果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６　ＫＰＣＡ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ｆｉｌｌ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

输入维度 有无ＫＰＣＡ降维 Ｅｒｍｓｅ／％ Ｅｍａｅ／％ ｍＥＴ／ｓ

５ 无 １．７８ ０．９３ １．２９

７ 无 １．８２ １．１１ ２．５３

５ 有 １．２９ ０．７９ １．２８

　　经对比可见，采用 ＫＰＣＡ降维处理既符合了该
网络的最优输入维度要求，又保留了输入数据中重

要的相关性信息。所以，文中提出的 ＷＧＡＮＣＡ算
法充分融合了与电压具有强相关性的特征进行缺

失数据填补，不仅提高了数据填补精度，还能有效

精简网络结构，缩短执行时间。

４．３　填补结果分析
从电网数据中筛选完整的子序列，按照随机删

除的方法分别构建比例为 １０％、２０％、３０％、４０％、
５０％的缺失数据，在不同缺失比例下分别应用文中
算法（ＷＧＡＮＣＡ）、ＷＧＡＮ、ＫＮＮ、随机森林和样条插
值５种算法进行仿真分析，填补结果精度见图３。

图３　５种算法填补精度对比
Ｆｉｇ．３　Ｆｉｌｌｉｎ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ｆｉｖ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由图３可知，５种算法填补数据的 Ｅｒｍｓｅ和 Ｅｍａｅ
变化趋势基本相同，文中算法在各种缺失比例条件

下Ｅｒｍｓｅ和 Ｅｍａｅ均最小，填补精度最高。虽然 ＷＧＡＮ
算法在缺失率非常低的情况下填补精度比文中算

法略高，但随着缺失率的增大，该方法的数据填补

精度大幅降低。另一方面，文中算法融合了相关性

分析，在运算时间上也明显优于ＷＧＡＮ。
为测试文中算法的数据填补精度，将１２９６０组

数据中新能源设备高比例渗透的样本数据筛选出

来，从中随机选择包含 １０００个电压数据的连续序
列，删除部分数据后进行缺失数据填补精度测试。

分别测试缺失率为 １０％、２０％、３０％、４０％和 ５０％的
数据填补情况。当填补值与真实值间的偏差率小

于１％时，认为填补正确，否则填补错误。５种算法
的缺失数据填补准确率综合对比见图４。

图４　不同算法的填补准确率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ｉｌｌｉｎ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在数据缺失率为２０％～３０％时，５种算法填补准
确率差距较小；但文中算法的填补准确率仍比其余

４种算法高约 ４．８％～８．２％。当数据缺失率为 ４０％
时，样条插值算法、ＫＮＮ算法和随机森林算法的填
补准确率基本相同，文中算法虽然填补准确率也有

所下降，但仍比另外４种算法高约 １４．３％。当缺失
率为５０％时，文中算法的填补准确率还比其他４种
算法高约１１．５％。

另一方面，由于新型电力系统中电网数据特征

类型更加多样化，缺失数据分布范围更大，缺失率

明显高于传统电网数据。因此在实验测试中将 ３０
个数据的样本序列随机删除９个，采用５种算法对
缺失率达 ３０％的数据集进行缺失填补测试。测试
样本数据集如图５所示，填补结果对比如表７所示。

图５　缺失数据样本分布
Ｆｉｇ．５　Ｍｉｓｓｉｎｇｄａｔａｓａｍｐｌ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４３２



表７　５种算法填补误差率对比
Ｔａｂｌｅ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ｉｌｌ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ｆｉｖ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填补算法
填补偏差率／％

样本１ 样本２ 样本３ 样本４ 样本５ 样本６ 样本７ 样本８ 样本９
平均偏差率／

％

ＷＧＡＮＣＡ ０．９８ ０．８３ ０．９７ ０．６５ ０．５６ １．８３ ２．１３ ２．３１ １．０７ １．２６

ＷＧＡＮ ０．９９ ０．８５ １．０２ ０．５２ ０．４９ １．９７ ２．３３ ２．６５ １．１３ １．３３

ＫＮＮ １．０３ ０．９２ １．９９ １．４６ ０．７２ １．６７ ３．４５ ４．３６ ２．０７ １．９６

随机森林 ２．３３ ７．８９ ８．２１ ６．０１ ５．３３ ７．０９ ７．９８ １３．２３ ９．３７ ７．４９

样条差值 ３．３２ ７．６７ ７．６６ ５．３１ ４．９２ ６．５６ ８．２１ １２．５５ ８．３２ ７．１７

从表７中可看出，文中算法的缺失数据填补平
均偏差率最小。虽然在样本 ４和样本 ５中，ＷＧＡＮ
能达到略高的填补精度，但文中算法在平均精度和

运算时间方面都明显优于 ＷＧＡＮ。另外，由于样本
６—样本９是连续缺失样本，因此针对其填补效果，５
种算法都存在较大误差，但文中算法的填补偏差率

明显低于其余４种算法。因此，利用 ＷＧＡＮＣＡ算
法对数据进行填补，填补结果与真实值更接近，能

较好地还原缺失数据，更加符合数据填补要求。

同时，基于文中提出的关键技术，在江苏省某

地级市电网调控系统平台进行了部署试运行，结合

现场对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
ｄａｔａ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ＣＡＤＡ）基础数据进行了多次缺失
数据填补实效测试，经填补处理后的各种配网数据

连续性和可用性均得到保证，数据填补效果良好。

５　结语

文中阐述了数据缺失的处理方法及相关理论，

主要包括数据缺失的原因及处理的必要性，并介绍

了相关的数据填补模型。针对新型电力系统多样

化设备数据特征，为提高电网数据缺失值的填补准

确度，文中提出了一种基于多维特征分析和 ＷＧＡＮ
的电网缺失数据智能填补方法。该方法通过分析

缺失数据与设备其他类型数据相关性选取多维特

征，提出ＷＧＡＮＣＡ网络拟合电网设备数据多维特
征对低维向量进行重构判别，填补电网缺失数据，

提升新型电网设备量测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算例采用真实电网数据对所提方法进行仿真验证，

并在某城市电网试运行，结果表明所提方法与传统

数据填补方法相比，在数据填补精度方面具有优

势，特别是在数据连续缺失和缺失量较大时效果更

佳，更适用于新型电力系统复杂的数据环境。

下一步研究将重点考虑优化ＷＧＡＮＣＡ网络结
构，针对不同应用场景下的数据特征，引入注意力

机制自适应调整网络权重参数，进一步提高缺失数

据填补方法的精度，扩大其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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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２ 蔡榕 等：基于相关性分析和生成对抗网络的电网缺失数据填补方法


